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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OMAP3530的无线双模视频传输设备的硬件设计 
蔡运富 常国柱 何 维 李潜杰 

(重庆邮电大学 移动通信技术重点实验室，重庆 400065) 

摘 要：针对高速无线视颇传输的需求，设计了一种基于双核(ARM+DSP)CPU OMAP3530融合TD—SCDMA和 CDMA2000无线网络技术的手持 

双模远程视频传输设备。文章论述了无线双模视频传输设备硬件设计中的关键技术，包括主要器件选型、电路设计。实验结果表明，本系统经过在DSP内实现 

的 FL264视颇压缩和ARM 中实现的负载均衡算法后，能有效提高编码效率、减少发送数据量、并能充分利用无线网络带宽资源。在 TD—SCDMA和CD— 

MA2000双模的环境下，能够为远程监控提供清晰流畅的视频效果，可有效的解决第二代无线通信在稠频传输时带宽不足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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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概述 

近年来，视频监控系统因为其信息全面性和 

适wt,t~的特点，在各个行业得至蚜鼬 泛的应用。以 

前，因其数据流量较大龇顷监繇 统大都采用有线 

传输方式实现。随着3G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，传 

输的带宽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，随后逐步发展起 

来的无线 

统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，比如安防、野外作业、地质 

勘测、抢险 冀夥 喊。由于现实中无线通信系统 

的信号覆盖问题一直存在，单模模式的无线视频监 

控系统存在信息断续不可靠和画面不流畅的觇 ， 

影响了其市场推广应用。为了解决捌 百信信号覆 

盖 的问题 和传 输带 宽 问题 ，提 出 了基 于 

OMAP3530实现的无线双模视频监控设备设计方 

案。无线传输部分将设汁成基于 cDMA2Ooo和我 

国提出的3G标准TD—SCDMA无线双模传输系 

统，以期解决单模无线传输系统的信弓覆盖和传输 

带宽问题，来保证流畅、清晰的视频监控效果，并提 

高系统的可靠性。 

2无线双模视频传输系统硬件设计 

21系统 秘}、汁{匡图。本系统堑夥 豺莫块 

分为 CPU及扩展存储器、智能电源管理、双模通信 

模块、视频采集等几个部分，系统结构框图如图1 

所示：在图 1中，CPU选用具有ARM+DSP双内核 

的0MAP353O，可兼顾设备的数据处理强度大、调 

度和控制功能要求高的需要。DSP内核对视频信号 

的压缩处理能力非常强，由其完成H．264视频压缩 

算法；ARM内核可以完成系统的整体控制功能和 

对 DSP运算结果的访问。 

22核心电路——CPU和电源管理模块部 

分。OMAP3530在单一的芯片上集成了 c0r- 

tex．A8 ARM内核、TMs320c64x+DSP内核以及 

丰富的多媒体外设。TPS65930是针对OMAP系列 

设计的智能电源管理芯片，在减少所需电路板空间 

的 同时 ，能有效 地 管理 系统 电源 及 降低 

OMAP3530处理器所需功耗。在电路设计时，使用 

OMAP3530的第一个 I2C与TPs65930的 12C通 

信，以实现对TPS65930的参数设置和电源工作模 

式控制 ；使用 OMAP3530的第四个 12C与 

TPS65930得I2C通信，以智能映像(SmartReflex) 

技术来实现动态功率切换，并能根据芯片处理和温 

度变化动态调整电压，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功耗。实 

验证明，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在电路的实现过程中 

是可行的，而目是 要的。 

23 TD—SCDMA无线网络部分。TD—SCDMA 

无线模块TDM330是一一款集短信收发、语音通话、 

无线【=网三大功能于—体的无线通信模块。在安全 

性、易用性、通用性及便携性 E有很大的优势，特别 

适用于无线网络数据业务方面。其主要性能特点如 

下：23．1制式：TD—scDMA／HsPA；2．32 支持 TD 

1880～1920／2010～2025MHZ；233 上 行 支持 

2．2Mbps、下行支持 98Mbps数据业务；23．4提供 

USB1．1规范的 USB接口，兼容通用 AT指令 。 

MIC2551A是 USB单片收发器，兼容USB 2．0物 

理层规范，可简化USB兼容性测试任务。在本系统 

中 ，使 用 MIC2551A USB单 片 收 发 器对 

OMAP3530和TDM330的USB信号进行转接，通 

过它给TDM330提供驱动能力和电平转换，而且 

可根据 CPU忙闲状态来操控信号传输速度，完成 

他们l之间的USB通信。与TDM330相关的电路，主 

要涉及供电电源、与OMAP3530之间的通信、与 

USIM卡座之间的电路连接n价部分。 

2．4 CDMA 2000无线网络部分 

CDMA2000无线网络通信模块MC8630具有 

语音、短信、数据业务和GPS等功能。其主要性能 

特 点 如下 ：24-1制式 ：CDMA2000；2．4．2支 持 

824 ～849／869 ～894 MHz；Z43 上 行 支 持 

1．8Mbps、下行支持 3．1Mbps；2．4．4提供 USB2．0规 

范的USB接口，兼容通用AT指令。MC8630提供 
— 个USBZO接口。在设计时使用MIC2551A进行 

信号 转 接 ，实 现 MC8630与 OMAP3530的 

HSUSB2之间的 USB通信。与MC8630相关的电 

路，主要涉及供电电源、与 OMAP3530之间的通 

信、与usIM一 的电路连接 n介部分。 

2_5视频果粜及 处理。从摄像头白勺J酌 上 

分，摄像头分为 CCD和 CMOS两种。本系统中将 

选用 CMOS技术的低功耗数字摄像头OV9655。 

OV9655是具有 130万象素的CMOS图像传感器， 

通过串行照相机控制总线 cCB艘 口进行控制，其 

输出的数字信号支持各种规格的分辨率设置。 

由于0V9655提供 1．8V的电路接口，与 

0MAP353O提供了专用的摄像机硬件接口相匹 

配，不需要再增加电平转换。在本系统的 十中，使 

用 OMAP3530的第 二个 I2C接 口 ，实 现 

OMAP3530与摄像头之间的命令和控制信息的通 

信；其视频信号接口直接和 OMAP3530的Ⅲ em 

口对应连接。在本系统中，0MAP3530的DSP内核 

3测试结果 

3．1测试平台和环境。 3．1．1服务器端：操 

作系统：Windows XP操作系统；硬件配置：CPU P4 

Z8G，内存512M，硬盘 160G，128M独立显卡，天敏 

VC8000 PCI卡，网卡。3．1．2手持终端没备：操作系 

统：嵌入Windows CE操作系统；主要硬件配置：嵌 

入式 CPU OMAP3530，TDM330模块 ，MC8630 

模块，OV9655摄像头。 

3-2测试结果分析。将摄像头的分辨率设置成 

176"144，每帧数据为203Kbits，视频信号采集帧 

速设置为25帧 ，秒。在信号覆盖较好的市区但 

TD—SCDMA没有开通 HSUPA业务的情况下，由 

测试 、̂员手持本设备步行测试。在测试过程中视频 

压缩的平均堰缩比约 15：1，大幅减少了数据传输 

图 1系统结构框图 

量。在使用TDM330．Mj~ 时，视频监控效果不 

太理想，监控画面不连续；使用 MC8630单模传输 

时，能够提供清晰流畅的视频效果；而使用 

TDM330+MC8630双模传输时，设备不仅能够提 

供足够的带宽资源， 

频效果，且在运动测试过程中，遇到单模信号较差 

或信号盲点时，也能够保证视频信号不问断。 

4结论 

提出的无线双模视频传输系统克服了带宽不 

够和信号盲点问题。保证了信号传输带宽问题，同 

时通过软件中实现的负载均衡算法，提高了传输带 

宽的有效利用。结合手持设备的便携性，本设计方 

案突破了传统的有线视频监控系统的局限性，有比 

单模无线监控系统更大的发送速率、对单一网络依 

赖性小、稳定性更高的特点，其对我国的安防、勘 

测、生产调度、抢险救灾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

义，并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可以预 

见，随着 3G网络进一步的完善，无线视频监控系 

统将会有— 爆 发式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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